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１１８期)２０１５(４)
Journalof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２２５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１４JZD００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土空间管

制下土地非均衡发展及空间外部性扩散机理与区域发展政策研究”(７１３７３０９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城市用地扩张

的碳排放效应与减碳公共政策研究”(７１４０３０４５).
作者简介:赵　可(１９７９),男,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土地资源经济与房地产经济.Email:ccnuzhaoke＠１６３．com

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城市用地扩张
与土地财政收入关系研究

———基于２６４个城市的实证 

赵　可1,徐唐奇2,李　平3,张安录1

(１．华中农业大学 土地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０;２．长安大学 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陕西 西安７１００５４;

３．湖北工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６８)

摘　要　城市用地扩张与土地财政现象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两者存在耦合关系.利用中国大陆

地区２６４个城市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随着经济发

展阶段的提升,城市用地规模与土地财政收入呈递增趋势,组内差距扩大,两者具有相关性;城市用地扩张对土

地财政收入增长的贡献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城市用地扩张都是土地财政收

入增长的 Granger原因,但仅在全面工业化阶段存在反向关系.在现有制度设计下,城市用地扩张增加了土地

供给,但仍满足不了城市因经济发展、城市化与工业化产生的用地需求,是土地财政产生的根本原因,土地财政

的增长是城市用地扩张的必然结果;在全面工业化阶段,地方政府为获取更多土地财政收入付出的努力推动了

城市用地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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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８０年中国大陆地区城市建设用地规模为

６７２０km２,２０１２年增长到４５７５０．７km２,年均扩张

率高达６．３８％.城市用地的快速扩张引致大量农地

向城市流转,使土地所有权、土地用途和土地覆被发

生变化,一方面,引起不可逆转的经济问题、社会问

题和生态环境问题,另一方面,使土地增值[１],为城

市政府带来大量的土地相关收益.近年来,一些地

方出现政府对土地相关收益高度依赖,依靠经营土

地增加可支配财源的现象,被学界称为土地财政.
城市用地快速扩张与土地财政现象是经济发展到一

定阶段的特定产物,两者之间存在耦合关系,对此关

系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深化认识城市用地扩张的机

理,掌握土地财政产生的原因,还有利于政府制定相

关调控政策.
学术界关于城市用地扩张与土地财政收入关系

的研究主要涉及２个方面:一是城市用地扩张对土

地财政收入变化的影响.地方政府通过城市扩张能

够增加其可支配税收,与城市扩张相关的税收主要

包括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营业税和所得税[２],这些

税收是广义土地财政收入的一部分.除税收外,获
取土地出让收入也是政府热衷于城市扩张的原因.

２００３年Z省S县、J市和 Y市的土地出让收入分别

占预算外收入的６９％、５８％和６０％[３].二是土地财

政收入对城市用地扩张的驱动作用.地方政府在实

现土地财政的过程中,大量出让建设用地,客观上加

速了城市建成区的扩张[４].分税制后形成的中国式

的财政分权激励了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行为,加快

了城市规模的扩张[５],地方政府对城镇扩张的热衷,
主要原因在于可使地方政府财政税收最大化[６].土

地出让收益、土地税收对城市用地扩张有明显的正

激励[７],也有学者认为土地出让收入会显著推动城

市扩张,但土地税的增长可以遏制城市用地扩张[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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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研究外,有学者基于理论视角探讨土地财政

与城市扩张的相关性,提出随着城市的扩张,土地财

政收入先上升,后下降的假设[９],土地财政收入与城

市扩张可能呈倒 U型关系,但没有进行实证检验.
已有文献多探讨城市用地扩张与土地财政收入

耦合关系中的一个方面,且没有分析两者的关系在

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下的变化特征,不利于全面认

清两者的关系.因此,本文利用全国地级及以上

２６４个城市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数据,研究在不同的经济

发展阶段下城市用地扩张与土地财政收入的关系.

　　一、思路与方法

　　为获取土地财政收入,地方政府需持有可供出

让的土地,这些土地来源于:一是农地城市流转,即
农地在其内在自发流转机制和外在人为激化或加速

机制的作用下,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１０],将该部分

土地定义为增量建设用地;二是回收的城市建成区

内因使用期满、被依法没收、旧城改造或弃置等土

地,将该部分土地定义为存量建设用地.在现行的

土地管理制度下,无论是土地数量,还是开发成本,
前者比后者更具优势[１１],且存量建设用地交易费用

较高,因此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增量建设用地,造成城

市用地不断向外扩张[９].城市扩张增加了土地市场

的供给量,但在实施严格耕地保持制度下,仍然难以

满足市场主体因工业化、城市化与快速经济发展产

生的用地需求,土地价格不断攀升,土地相关收益源

源不断.因此城市用地扩张与土地财政收入存在耦

合关系.
本文目的在于检验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城市

用地扩张与土地财政收入变化的关系,因采用的面

板数据具有时间序列特征,可能非平稳,为提高实证

结论的稳健性,研究主要采用以下计量方法.
(１)面板单位根检验.利用 LLC、IPS和 FishＧ

erＧADF等方法检验城市建设用地与土地财政收入

变量的平稳性.LLC检验假定不同的截面有共同

的单位根过程,而IPS和 FisherＧADF检验假定不

同的截面具有不同的单位根过程.
(２)面板协整检验.采用 Pedroni检验考察城

市用地规模与土地财政收入变量间的协整关系,该
检验建立在 EngleＧGranger协整检验理论基础上,
为基于残差构造的面板数据协整检验方法.

(３)面板协整估计.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条件

下,应采用 FMOLS与 DOLS估计,这２种估计方

法能提供最优的估计量.本文采用这２种估计方法

估计城市用地扩张对土地财政收入的影响.
(４)面板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传统 GrangＧ

er因果关系检验主要用于处理时间序列数据,不适

用于面板数据,Pesaran等通过构建 VECM 模型的

方法解决该问题[１２],其检验分两步:第一步,估计固

定效应模型,得到误差项的估计值e︿
１it、e︿

２it;第二步,

构建 VECM 模型,将误差修正项(即e︿
１it－１、e︿

２it－１)
纳入模型,采用系统 GMM 估计误差修正模型,再
根据回 归 系 数 的 显 著 性 判 断 Granger因 果 关 系

方向.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土地财政的内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土

地财政包括土地出让收入、与房地产业相关的税收、
以土地为抵押品的融资收入,狭义的土地财政仅指

土地出让收入.土地出让收入是土地相关收益的主

体,如２０１０年全国土地性财税收益为３３９９４．３亿

元,其中土地出让收入２７４６４．５亿元,占土地相关

收益总规模的８０．８％[１３],结合数据的可获取性,本
文选取土地出让收入测度土地财政收入的规模,单
位为万元.土地出让收入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土资

源年鉴»(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并利用３０个省、市、自治区

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对各省域范围内城市的土地出让

收入数据进行价格平减,消费者价格指数来源于«中
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３—２０１２).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城市建

设用地面积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报»
(２００２—２００５),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数据来源于«中国城

市建设统计年鉴»(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城市用地规模的

单位为km２.
本文选取舒帮荣等关于各发展阶段上下限的平

均值作 为 起 始 点[１４],将 ２０１１ 年 人 均 GDP 界 于

８９３７~２８３００元之间的城市划分为处于工业化初

期阶段,仅有昭通市人均 GDP略低于８９３７元,也
归并到该阶段,共有１０５个城市;将人均 GDP处于

２８３００~７５９６２元之间的城市归并为处于全面工业

化阶段,包括绍兴、青岛、乐山等１３６个城市;将人均

GDP在７５９６２元以上的城市划分为处于后工业化

阶段,包括大庆、东营、南京等２３个城市,多为东部

地区城市或资源型城市.表１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结果.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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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发展阶段 变量 样本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工业化初期阶段
L １０５ ４７．７７ ３０．１３ ２．８１ ２２５．００
M １０５ ９８９８７．４９ １３３２４２．９０ １３．７３ １１３９３４８．００

全面工业化阶段
L １３６ １０３．９８ １１１．５８ ４．９９ ９９４．５４
M １３６ ３９０９５６．２０ ７０４５３１．９０ １６５．６３ ７５８１８４０．００

后工业化阶段
L ２３ ３１４．５５ ３１９．１６ ３１．５５ １４２５．８７
M ２３ １５９１１５６．００ ２２３５１５２．００ ７１．３３ １３３５２４９８．００

　注:L 表示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单位为km２;M 表示土地财政收入,单位为万元(下同).

　　根据表１,可以发现,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
城市用地规模与土地财政收入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全面工业化阶段和后工业化阶

段,城市用地规模的平均值分别为４７．７７、１０３．９８、

３１４．５５km２,土地财政收入的平均值为９８９８７．４９、

３９０９５６．２０、１５９１１５６．００万元,都表现出递增趋势,
而且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城市建设用地规模

与土地财政收入的标准差都在增加,表明组内城市

之间的差距在扩大.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城市用

地规模与土地财政收入间存在相关性.

　　三、结果分析

　　１．面板单位根检验

对于平 稳 的 变 量,可 直 接 进 行 回 归 估 计 与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但面板序列往往存在单位

根,直接估计或进行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值得怀疑,
必须先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利用 LLC、IPS和

FisherＧADF方法检验数据的平稳性,结果见表２.
表２　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

发展阶段 变量 LLC IPS FisherＧADF

工业化初期阶段

L １０．４９９８(１．００００) ２．９６４７(０．９９８５) ２２９．７０５０(０．１２３４)

M ０．０９９２(０．５３９５) ３．３８８６(０．９９９６) １９１．４３３０(０．８１６３)

ΔL －２１．４５６３(０．００００)a －１４．５７４９(０．００００)a ６２０．３３１０(０．００００)a

ΔM －１３．１６６３(０．００００)a －６．３５４７(０．００００)a ４６２．４０６０(０．００００)a

全面工业化阶段

L ２３．３８３６(１．００００) ５．１９８１(１．００００) ２１７．１７８０(０．９９２１)

M １６．４２４７(１．００００) １．５２５０(０．９３６４) ３２１．３９００(０．０２１２)b

ΔL －２０．８８８０(０．００００)a －１６．４２５５(０．００００)a ８２２．１７２０(０．００００)a

ΔM －１７．９８６０(０．００００)a －９．９８７１(０．００００)a ６６５．８７７０(０．００００)a

后工业化阶段

L ４．６９８５(１．００００) －１．３９０３(０．０８２２)c ９６．３６６１(０．００００)a

M ２．９２４６(０．９９８３) ０．６６７５(０．７４７８) ４７．８４２０(０．３９７９)

ΔL －１１．２８２０(０．００００)a －６．２２１１(０．００００)a １３７．７８２０(０．００００)a

ΔM －９．５４１５(０．００００)a －３．４２９９(０．０００３)a １３０．１３４０(０．００００)a

　注:括号内数值为P 值;a、b、c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滞后期根据SIC准则自动选取;ΔL、ΔM 为L、M 的一阶

差分序列.

　　由表２可知,在各发展阶段,城市建设用地规模

与土地财政收入的水平值都存在单位根,但一阶差

分序列在１％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因此,城市建设

用地规模与土地财政收入变量都为一阶单整序列,
即L~I(１),M~I(１).

２．面板协整检验

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城市建设用地与土地财政

收入同阶单整,符合协整检验的条件,本部分检验两

者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研究利用Pedroni法检验变

量间的协整关系,结果见表３.

Pedroni认为对于较短的时间 T,groupADF
统计量最优,panelADF统计量次之,panelrho和

grouprho统计量较差[１５].groupADF、panelADF

检验结果表明:在１％显著性水平上,在不同的经济

发展阶段,都拒绝城市建设用地与土地财政收入间

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panelPP和groupPP
统计量也都在１％水平上显著.因此,在不同的经

济发展阶段,城市建设用地规模与土地财政收入均

存在协整关系.

３．面板协整方程估计

如果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普通 OLS估计量有

偏且不具有一致性,应采用 FMOLS与 DOLS估

计,可 以 得 到 满 意 的 估 计 结 果. 本 研 究 采 用

FMOLS与DOLS估计以土地财政收入为被解释变

量,以城市建设用地规模为解释变量的协整方程,结
果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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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Pedroni协整检验结果

统计量
工业化初期阶段

无个体趋势项 含个体趋势项

全面工业化阶段

无个体趋势项 含个体趋势项

后工业化阶段

无个体趋势项 含个体趋势项

Panel
vＧStatistic

－０．６２３５
(０．７３３５)

－１．０４９３
(０．８５３０)

０．８９３２
(０．１８５９)

０．１２６１
(０．４４９８)

０．１２６１
(０．４４９８)

－０．１２０４
(０．５４７９)

Panel
rhoＧStatistic

－０．８７４７
(０．１９０９)

４．２０７５
(１．００００)

－３．１２１４a

(０．０００９)
－３．１０５０a

(０．００１０)
－３．１０５０a

(０．００１０)
１．１２４９
(０．８６９７)

Panel
PPＧStatistic

－８．１４８３a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３０５４a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４４１０a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９８０５a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９８０５a

(０．００００)
－７．６８４９a

(０．００００)
Panel
ADFＧStatistic

－１０．１５７３a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８７００a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４７１８a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２３４１a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２３４１a

(０．００００)
－６．８４９２a

(０．００００)
Group
rhoＧStatistic

３．３３５０
(０．９９９６)

７．４４８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７８０１
(０．９６２５)

３．５２１７
(０．９９９８)

３．５２１７
(０．９９９８)

３．２０５３
(０．９９９３)

Group
PPＧStatistic

－９．４００１a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５７７３a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３５３４a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８６５８a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８６５８a

(０．００００)
－６．９５７０a

(０．００００)
Group
ADFＧStatistic

－１２．４９４８a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９９１８a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７５４０a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９３６a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９３６a

(０．００００)
－５．３０３２a

(０．００００)

　注:括号内数值为P 值;a表示在１％水平上显著.

表４　面板协整方程估计结果

估计方法 工业化初期阶段 全面工业化阶段 后工业化阶段

FMOLS
６６１７．５２a

(２０．５６０９)
８４１３．１６a

(２２．２１８３)
１４２２５．４８a

(７．９９１７)

DOLS
５８２９．３１a

(１６．９８６５)
９７４２．０３a

(２４．５０３４)
１５８３９．０６a

(８．４２０２)

　注:括号内数值为T 值;a表示在１％水平上显著.

　　结果表明: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城市用地扩

张对土地财政收入增长的贡献存在差异性.城市用

地每扩张１km２,分别为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全面

工业化阶段、后工业化阶段的城市带来６６１７．５２万

元(５８２９．３１万元)、８４１３．１６万元(９７４２．０３万元)和

１４２２５．４８万元(１５８３９．０６万元)的土地财政收入,
即城市用地扩张对土地财政收入增长的贡献随经济

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加,这是因为不同发展阶段的

城市存在土地级差收益,经济越为发达的城市,通常

地价水平也越高.

４．面板因果关系检验

本文分两步检验城市用地扩张与土地财政收入

间的 Granger因果关系,第一步估计:
Mit＝α０＋α１i＋δ１t＋β１iLit＋e１it (１)

Lit＝α′０＋α２i＋δ２t＋β２iMit＋e２it (２)

式中,Mit、Lit分别表示土地财政收入、城市建

设用地规模,i＝１,２,,N,N 为城市个数,t＝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２０１１.α０、α′０为截距项,α１i、α２i为个

体固定效应,δ１、δ２为时间趋势项系数,β１i、β２i为回

归系数,e１it、e２it为误差项.
第二步,构建 VECM 模型:

ΔMit＝∑
m

j＝１
β１jΔMi,t－j＋∑

m

j＝１
γ１jΔLi,t－j＋

ρ１i＋φ１e︿
１it－１＋Δe１it (３)

ΔLit＝∑
m

j＝１
β２jΔLi,t－j＋∑

m

j＝１
γ２jΔMi,t－j＋

ρ２i＋φ２e︿
２it－１＋Δe２it (４)

采用系统 GMM 估计式(３)、(４),估计结果见

表５.

Sargan检验表明,在４％水平上,所有模型的工

具变量个数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在５％的水平上,
工业化初期阶段的第一个方程过度识别,但因P 值

为０．０４６３,与５％非常接近,近似认为不存在过度识

别问题.所有模型 AR(２)不显著,残差都不存在二

阶序列相关.检验结果如下:
其一,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城市用地扩张是土地

财政收入增长的 Granger原因,反向关系有待采用

其他方法验证,因被解释变量为 ΔLit的方程的 AR
(１)值在１０％水平上不显著.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

的城市,多为三四线城市,这些城市的工业化水平

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人口规模小,对外来人口的

吸引力也较小,房地产市场发展相对滞后,政府为获

取更多土地财政收入付出的努力对推动城市扩张的

作用并不明显.
其二,在全面工业化阶段,城市用地扩张与土地

财政互为 Granger因果关系.处于全面工业化阶段

的城市,工业化进程较快,第三产业快速增长,能够

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吸收大量的外来务工

人员,这些城市具有更高的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效

益,土地生产率更高,对开发商也更具有吸引力,政
府积极经营土地,建设工业园区、实施旧城改造、开
发新城,以获取更大规模的土地财政收入,对城市扩

张有明显的推动作用.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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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面板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变量
工业化初期阶段

ΔMit ΔLit

全面工业化阶段

ΔMit ΔLit

后工业化阶段

ΔMit ΔLit

ΔMi,t－１
０．０４８７
(１．１１６４)

－１．３１E－０５a

(－９．５５２５)
－０．５０５２a

(－３３．１６４２)
－５．８４E－０６a

(－７．４７６７)
－０．５０８０a

(－１７５．１７７３)
－９．９８E－０６a

(－６８．４４８３)

ΔMi,t－２
－０．１４８３a

(－５．８０２６)
－１．５４E－０５a

(－１０．２０２５)
－０．５１１２a

(－５４．６２７５)
－７．２３E－０６a

(－１２．０４６８)
－０．３９１２a

(－３３１．２５６０)
－２．９５E－０６a

(－３６．５８５４)

ΔLi,t－１
－９６３．９７３９a

(－１１．９９９４)
０．３３１６a

(２５．７７８１)
－３４９．５４６０a

(－４．４４４９)
－０．３６１６a

(－５３．０４３４)
２８８．９６４２a

(１６．５５２０)
０．１０２２a

(４４．４９２８)

ΔLi,t－２
９２．３５７０c

(１．６６９６)
０．０６７８a

(１０．９４３３)
－７０４．３１６１a

(－７．２９０２)
－０．１９４０a

(－４２．７２５０)
１５７９．１０２０a

(１９８．８０７５)
－０．０５６８a

(－４６．０２０６)

ECMi,t－１
－０．６８６２a

(－１２．７２４１)
－１．４７８３a

(－６９．３２１０)
－０．２０４５a

(－１４．９３７)
－０．５５２８a

(－６１．１５６８)
－０．０５９５a

(－１２．９８０３)
－１．３４９０a

(－３６５．９９８１)
Sargan
检验

６７．９５０９
(０．０４６３)

６３．２５６７
(０．０９８７)

６５．５２６１
(０．０６９３)

４２．１９４２
(０．５４９３)

１７．９３３３
(０．４６０１)

１８．１７７８
(０．４４４０)

AR(１) －３．６９７０
(０．０００２)

－１．０３４７
(０．３００８)

－１．８４９２
(０．０６４４)

－１．７９６９
(０．０７２４)

－４．２０２５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６８９
(０．２４２４)

AR(２) ０．６３４９
(０．５２５５)

０．０１３２
(０．９８９５)

０．０５０２
(０．９６００)

０．２７２２
(０．７８５５)

０．１６９４
(０．８６５５)

－０．７６７１
(０．４４３０)

　　注:各回归系数括号内的数值为T 值;Sargan检验行、AR(１)及 AR(２)行括号内数值为P 值;a表示在１％水平上显著;ECMi,t－１为

误差修正项,在被解释变量为ΔMit、ΔLit方程中分别表示e︿
１it－１与e︿２it－１.

　　其三,在后工业化阶段,城市用地扩张是土地财

政收入增长的 Granger原因,反向关系有待进一步

验证,因被解释变量为 ΔLit的方程的 AR(１)值在

１０％显著性水平下也同样不显著.处于后工业化阶

段的城市,实体经济发达,产业集聚经济效益高,经
济发展、城市化与工业化对土地刚性需求大,城市快

速扩张带来的土地收益可观,对财政收入的贡献能

力强.处于后工业化阶段的城市,城市用地扩张驱

动力主要源于经济发展、城市化、工业化对用地的需

求,而非源于政府为追求土地财政所付出的努力.
综上,城市用地扩张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都

带动了土地财政收入的增长,但仅在全面工业化阶

段,地方政府为获取更多土地财政收入付出的努力,
才导致城市用地的扩张.本研究结果与蒋震[１６]、王
丰龙和刘云刚[１７]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蒋震认为工

业化引致的土地需求是土地财政产生的源泉.本文

认为不仅工业化,经济发展、城市化也会产生用地需

求,三者的共同作用才是土地财政产生的源泉.王

丰龙和刘云刚认为自分税制实施开始 (考虑到政策

效果,自１９９６开始),土地越来越成为推动地方财政

收入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但反向关系并不成立.我

们认为在全面工业化阶段,土地财政收入的增长推

动了城市用地扩张.本研究与刘琼等[８]的研究结果

有一定的差异,他们认为在全国层面及东部、西部地

区土地出让收入的增长可以显著推动城市用地扩张.

　　四、结论与讨论

　　研究对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城市用地扩张与土

地财政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得到以下结论:随着经

济发展阶段的提升,城市用地规模与土地财政收入

呈递增趋势,组内差距不断扩大,两者存在相关性;
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城市用地扩张对土地财政

收入增长的贡献存在差异,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而增加;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城市用地扩张都是

土地财政的 Granger原因,但仅在全面工业化阶段

存在反向关系.城市用地扩张虽增加了土地供给,
但仍满足不了经济发展、城市化与工业化产生的用

地需求,是土地财政产生的根本原因,土地财政的增

长是城市用地扩张的必然结果,但在全面工业化阶

段,地方政府为获取土地财政收入的努力是城市用

地扩张的重要原因.
与其他学者的研究视角不同,本文将城市用地

扩张与土地财政收入纳入同一系统研究,既研究了

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城市用地扩张对土地财政收入

增长的贡献,也考察了两者的 Granger因果关系.
本文研究结论主要基于城市层面数据得出,能否适

应其他空间尺度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其次,受数据可

获取性的影响,论文只是选取土地出让收入表征土

地财政规模,可能会低估城市用地扩张与土地财政

收入的相互作用;最后,本文没有研究不同类型土地

的出让与土地财政收入间的关系,政府在出让工业

用地、居住用地及商业用地时,选取不同的出让方

式,会影响土地财政收入的规模与结构,进一步研究

可以围绕这些问题展开.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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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betweenUrbanlandExpansionandLandFinance
atDifferentStagesofEconomicDevelopment

———AnEmpiricalStudyBasedonPanelDatafrom２６４Cities

ZHAOKe１,XUTangＧqi２,LIPing３,ZHANGAnＧlu１

(１．CollegeofLandAdministration,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Hubei,４３００７０;

２．SchoolofEarthScienceandResources,Chang’anUniversity,Xi’an,Shanxi,７１００６４;

３．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HubeiUniversityofTechnology,Wuhan,Hubei,４３００６８)

Abstract　Urbanlandexpansionandlandfinancearetheproductswhentheeconomydevelopsto
thecertainphases,whichhavethecouplingrelationship．Basedonthedatafrom２６４citiesinmainland
Chinafrom２００２to２０１１,thispaperusespaneldatatoanalyzetherelationshipbetweenurbanlandexＧ
pansionandlandfinance．Theresultshowsthatwiththeescalationofeconomicdevelopment,scaleofurＧ
banlandutilizationandlandfinanceincomeshowtheincreasingtendency,thegapisbroadeningandthe
twohavecorrelation．ThecontributionofurbanlandexpansiontolandfinancehasincreasedwiththeimＧ
provementofeconomicdevelopment．Duringdifferentstagesofeconomicdevelopment,urbanlandexＧ
pansionisalwaystheGrangercauseoftheincreaseoflandfinanceincome,buttheyhavereversedrelaＧ
tionshiponlyintheoverallindustrializationphase．Underthecurrentinstitutions,urbanlandexpansion
enhancesthelandsupply,butitstillcannotmeetthelanddemandfromtheurbaneconomicdevelopment,urＧ
banizationandindustrialization,whichisthefundamentalreasonforthelandfinanceandtheincreaseoflandfiＧ
nanceisthenaturalresultofurbanlandutilization．Intheoverallindustrializationphase,localgovernmentspush
forwardtheexpansionofurbanlandinordertoacquiremorelandfinance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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